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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县教育志

龙胜县教育局《教育志》编写纰



序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我国有史以来还未

见过专为教育部门编纂的志书。所以，编修教育志在我国还是一项新的工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重

点之一。编修教育志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一代新人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这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是教育部门自

身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龙胜在北宋以前还是人迹罕至的边远山区。从北宋淳化庚寅辛卯年(公元990年)开

始，侗、苗、壮、瑶等少数民族才先后由贵州的兰洞、湖南的通道、城步和广西的三江、

临桂，南丹等临近省、县陆续迁来龙胜定居。由于龙胜地处边陲，各族人民又不断地进行

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所以历代皇朝都视龙胜为苗蛮之地。至清代乾隆6年(1741)龙胜

建厅设制后，部分汉族人口陆续从外地迁入龙胜江河两岸居住，龙胜理苗厅始设义学，各

地也才相继开办私塾。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成立新学，龙胜中小学教育逐步有了发展，但由

于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困，龙胜教育发展缓慢，所以龙胜的经济、文化、教育都比外地

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龙胜山区的

生产有了发展，经济日趋繁荣，各族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从这部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历清代、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龙胜教育，虽然

起步晚，发展慢，经过艰难、曲折，但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民族

政策，广大教育工作者呕心沥血，辛勤劳动，在发展各族人民的教育事业方面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龙胜不仅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而且创办了高完

中、农职业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农民文化学校，还办了壮文班、民族班、民族中学和成

人电视大专班、函授大专班，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教学质量逐年有所提高，为社会主义建

设培养了大批人才。所有这些，都应编纂成志，借以“资治、存史、教化”。龙胜各族自

治县教育局于1986年成立了编纂机构，编写《龙胜各族自治县教育志》。

古人说。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编写小组的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

责的精神，认真学习方志理论和业务知识，深入调查研究，对搜集到的资料认真考证、核

实，精心编纂，反复修改，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工作，终于写成了龙胜第一部教育志。本志

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自治区、地区负责教育志编纂工作的领导同志，区教育学院、广西

师范大学历史系、教育系的专家、教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以及县志办公室、教育界的老

教工、社会知情人士与同行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修志经验，

加上时间紧迫，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谨请指正。

龙胜各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彭元力

公元1990年8月15日

旨日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运用真实史料，反映龙胜教育244

年的历史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

作用，为发展龙胜各族人民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二、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的体裁和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进行编

纂，横排门类，纵写始未，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历史纪年沿用历史习惯通称，在括号内加

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上限自乾隆6年(1741)，下限至公元1985年。

四、本志由总述和篇、章、节等部分组成，蓝按此层次编列，共16篇64章85节20万

字。

五、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姓名、职务，不加褒眨之词。地方以现代名为准，使用古地名

时，加注今名。

六、名词、术语使用全称，需要简缩的，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监在括号内注明以

下所用简称。

七、数字、数据和统计图表均用阿拉伯字表述。篇目和附录的序码采取汉字与阿拉伯

字间用。

八、本志使用文字，除个别地方引用原资料文言文之外，其余用白话文。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区第一、第二图书馆，桂林地区档案

馆，^龙胜、永福档案局，龙胜和湖南通道县志办，本局各股室档案及部分中小学校、教育

界长辈、社会知情人士的书面、口碑材料，石刻碑文，经查对核实后整理成书，在行文中

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龙胜各族自治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彭元力(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黄功益(副局长)

成 员：严奉安(副局长)、郭绍基

《龙胜各族自治县教育志》编写组

顾 问：张一民(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编：郭绍基

资料员：秦星中 郭绍基 雷 雨 蔡昌华 石本超 罗善因

吴忠军 梁摸秦元衡

编 辑：吴忠军 郭绍基 秦星中 雷 雨 蔡昌华 石本超

罗善因

封面设计及制图：郭绍基

摄影：石万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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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930年与1 985年初小校点分布情况表

≮＼乒分 港 1 9 8 5年气■八 1930年(民国19年)

第一学区 城厢都乃合益 龙胜镇学区 外寨 白竹銮山勒东香炉

7 平寨香炉平潭 13 下矮荔枝枫木大|幻黄包

勒黄 内寨滩头教厂

第二学区
马堤江底一小 泗水乡学区 达岸小岩底寨陇界头茶洞

芙蓉江底二小 26 罗家岩新岩老茶林大塘
6

洋湾寨纳 水银岩州 半界大平徐河

新民高坡高峰孟山崩里

下边 白腊九十六竹坪大山

重枫

马堤乡学区 山茶大坪界大段枫木高山

46 大谷冲鸟冲 石灰岭 湾蚯

湾坪 落阳 唐家 浪鞋

山子头圳头 大平 欧子

努丹大寨东寨洞背决支

同江黄家朝阳潘家小河

花界老寨交荣浦仁白竹

朋洞马安 朗其大云岩头

平冲 伍家 丛林 滩头

小圳头上必林下必林洞头

大坪

江底乡学区 滩田 冷水龙田朝阳半界

2l 陡洞 渡江 塘坊黄矛坪

黄家寨沙坪 闭江 向阳

塘田大路坪 泡溪 牛塘

梨子根大平江九江矮岭

第三学区 官衙拉结拉正 日新乡学区 尧寨马路茅寨纳类鱼滩

10 伞寨金车马宜 25 崇杆麻叶谷雨大坪|幻背

白水柳河田平 中岭松柏 柚子坪 平渡

上孟 大房孟烟东风田平寒炉

1， 一



续上表

太＼年分赇 1930年(民国19年) 学滁 l 9 8 5年

第三学区 日新乡学区 界音山伞寨 雨尧 崇岭
10 25 高石山水寒山

和平乡学区 桐木马塘江路茶岭大步

39 龙喉岭背马路马才源头

三合黄落仁合红山桥墩

岩底金竹龙甫大山福六

岩背岩湾甘岭马海平岭

麻岭鱼磨马山江头满田

旧屋翁柳翁江余山下步

田头墙水大虎山龙头

第四学区 瓢里思陇六漫 瓢里乡学区 羊厄拉坝马路小寨和平

16 大云三门花桥 69 枚坡三寨寨汪六庙高排

连群大地大滩 田寨大寨六漫后山六界

下朗洪寨鸡爪 半山牙寨陇境五选官泉

官泉大罗双江 界元坡社暗寨孟田 陇棉

滩头 交雨东江枚洞陇里宝合

马安红岩石内 三黄堂帽

金陇陇芳乐土归要吉康

大平滩脚江口 小坝小满

才莽洪水江坪平黄石地

金银寨丫石 扒塘 包田

石甲 自岩毛坝里京石甲

白岩高桥八甲江头桂平

老寨同乐盘坡石腊懂里

野寨灰冲大算上河

--"I'-J乡学区 马连横寨腰环六秀六里

32 下花枧冲古塘楠木古漫

介木山 座虎山 河口 布累

东岭翁古立新大桥古镇

红岩鱼懂交其坡坪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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